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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是总的指导原则，而不同的国家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是各不相同的。在创造性地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历程中，不断探索

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第一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就

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

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

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与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结合实

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一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历史中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的成功密码。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

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表明新时代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达

到一个新的高度，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和文化自信。应当说在这之前，我们党形成的创新理论

成果中已然隐含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此

刻习近平总书记对其作出显性的概括。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第二个结合”又作了深入阐述，提出“只有植根本

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

深叶茂”。“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从而使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获

得了更广泛的文化认同。简而言之，“第二个结合”以

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即促

进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

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中华文明的滋养，实现了内容和形

式的创新，从而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民的精神

世界。

理解“两个结合”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者

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内在要求。中国的文化实际正是中国具体实际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已然不自觉包

含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意蕴。正如毛泽东所说：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

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才能实现。”这里“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重要方面，即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必然体现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实践过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过

程同样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这个

条件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化

支撑。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性的科学理论，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指导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改

造世界的行动中，也必然面临话语体系的差别。因此，

也必然需要通过民族文化的浸润完成话语转化，从而真

正回答具体的实践课题。

全面把握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根本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

结合”始终贯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奋斗的征

程中。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蕴含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在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创新

理论成果。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标

志，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代表著作——《实践论》，其副标题为“知和行的关

系”，就是用中国哲学的文化样式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原理，展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同样体现了“两个

结合”。如邓小平以《诗经·大雅·劳民》中的“民亦

劳止，汔可小康”中的“小康”来描绘中国现代化建设

的方向；江泽民吸收《周易》中“与时偕行”的思想，


